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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单元 银色的梦

一、教学思路

(一)设计思路

  也许孩子们最喜欢雪花飞舞的冬天,在银装素裹的世界里,他们可以参与各

种各样的雪上活动,堆雪人、打雪仗等等,可以尽情地玩耍。本单元以“银色的

梦”为题,安排了唱歌、表演、欣赏、编创活动等教学内容,以三拍子的歌曲为重

点,引发学生对雪花、雪景、雪夜的向往,让学生在欣赏和歌唱有关冬天及雪花的

音乐作品中,产生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
本单元设计了两个二级标题:

1.“我和雪花齐飞舞”。
形象生动的管弦乐曲《乘雪橇》能激发学生对雪景的联想,想象雪景中的美

丽画面。演唱歌曲《欢乐的小雪花》时,让学生体会歌曲优美的旋律,引导学生喜

爱雪花,想象在雪地中欢乐地玩耍、锻炼的情景。在歌曲的学习过程中感知三拍

子歌曲的活泼与优美。

2.“雪花带来冬天的梦”。
欣赏《平安夜》,引导学生进入银色的童话世界,让孩子们把冬天与圣诞节联

系起来。演唱歌曲《雪花与雨滴》并复习科尔文手势,变换顺序唱唱音阶并做一

做手势。利用科尔文手势帮助学生理解首调唱名音级之间的关系,使抽象的音

高关系变得直观形象,老师可指导学生进行歌曲演唱。让学生把儿歌《小雪花的

歌》填进不同的节奏念一念,体会二拍子与三拍子在节奏上有什么不同。本单元

的编创活动《快乐的“化装晚会”》,给老师和学生的“冬日之梦”留下充分的遐想

和展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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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容结构

银
色
的
梦

—

—

我
和
雪
花
齐
飞
舞

—

— 歌表演《堆雪人》

— 欣赏《雪娃娃》(齐唱)

— 欣赏《乘雪橇》(管弦乐)

— 唱歌《欢乐的小雪花》

—

雪
花
带
来
冬
天
的
梦

—

— 欣赏《平安夜》(齐唱)

— 唱歌《雪花和雨滴》

— 活动《小雪花的歌》

— 活动《快乐的“化装晚会”》

(三)教学目标

1.引导学生感受雪花飞舞的意境与情趣,让学生懂得热爱大自然,在音乐中

体验冬天的美丽和魅力。

2.在学唱歌曲时,让学生反复体会、感受三拍子的强弱感,在演唱和表演三

拍子歌曲时,体会其优美的情绪和意境。

3.在表演中培养学生团结友爱的精神、动作的协调能力和大胆展示的勇气。

4.在欣赏活动中,让学生从主题音乐、节奏力度的变化中感受音乐场景的

变化。

5.在编创活动中,引发学生想象并敢于展示自我。

二、教材分析、介绍

(一)歌表演《堆雪人》

  这是一首D宫调式, 拍,一段体的儿童歌曲。整首歌曲一共由两个乐句构

成,每个乐句有四个小节。

第一乐句,旋律从“”音开始,第1~2小节完全相同,由“”“”两个音构成,

采用了小三度跳跃进行,第三小节节拍重音“”的出现与第四小节构成下行级进

的关系,体现了D大调的调性色彩。节奏规整,以四分音符为主,第3~4小节增

加了两个八分音符,音域由高到低排列,第一乐句的结束音落在主音“”上,给人

以终止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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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乐句一共四个小节,从“”音开始,采用了向下级进的方式。前三小节

“”音均出现在较强的节拍位置上,进一步巩固了D大调的调性色彩。以八分

音符为主的旋律进行,增强了音乐的能动性,掀起了歌曲的高潮,更加生动地表

现了孩子们堆雪人时团结互助以及热闹的场面。乐曲结束音在“”音上。

整首歌曲旋律优美,节奏感强, 拍的节拍丰富了音乐的表现力,表现了孩

子们齐心协力堆雪人的欢乐情景。

(二)欣赏《雪娃娃》(齐唱)

这是一首E大调, 拍,带再现的二段体歌曲。歌曲的第1~15小节为第一

乐段,第16~48小节为第二乐段,歌曲最后的四小节为第一乐段的再现。
乐曲的第一乐段由三个乐节构成,每四个小节为一个乐节,旋律从调式的属

音开始。旋律走向采用了模进的手法,鲜明地呈现出了西洋调式的调性色彩,前
两个乐节采用了完全相同的节奏排列,节奏规整,第三个乐节后面多了三个小

节,是乐节的延长发展,起到与第二乐段承上启下的作用,结束音在“”上,给人

以完全终止的感觉。
歌曲的第二乐段由三个乐节组成,第一个乐节是全曲的高潮部分,这一乐节

多采用二分音符,使歌曲的旋律变得很舒展。第二乐节采用了后十六加八分音

符的节奏,使歌曲变得活泼、清新。第三乐节采用了模进的手法,节奏规整,这一

乐节采用了八分音符构成的旋律,延续了前面歌曲的活泼情绪,采用模进的手

法,让学生更能记住旋律,唱准旋律。
歌曲的再现部分由一个乐句构成。乐句采用了第一部分的乐思,在节奏上

完全相同,表现了孩子们回味堆雪人、打雪仗的愉快心情。
整首歌曲情绪欢快、活泼,从不同的侧面表现了孩子喜爱雪娃娃的音乐

情绪。
附谱:

雪 娃 娃
(齐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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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欣赏《乘雪橇》(管弦乐)

这是一首由安德森作曲,富有美国爵士乐风格的管弦乐曲。乐曲是带再现

的复三段体结构。在铃铛、马鞭、马蹄、马儿嘶鸣等音响的衬托下绘声绘色地表

现了人们驾着雪橇策马飞驰的情景和兴高采烈的欢快情景。主题旋律共出现四

次,每次出现都反复一次。开始时旋律轻快,中部的音乐先是同音反复,节奏顿

挫的旋律描绘马蹄的“嗒嗒”声和扬鞭催马的情景;继而又以连绵不断、逐渐升高

的音调表达了人们愉快的情绪。当第一部分主题再次出现时,用小号吹奏,节奏

作切分处理,使乐曲更富爵士乐的特征,气氛更为热烈。最后,音乐力度逐渐减

弱,仿佛是雪橇载着人们的欢歌笑语向远方奔驰而去。主题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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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唱歌《欢乐的小雪花》

《欢乐的小雪花》是一首欢快优美的歌曲,歌曲为 拍,大调式,优美而热情。

由六个短乐句、三个大乐句构成单乐段结构,以“ ”这种节奏

的 连 续 出 现 开 始, 既 有 跳 跃 感 又 有 抒 情 性。 注 意 把 握

“ ”中四分休止符声断而气不断的感觉。旋律采用级

进与跳进相结合的创作手法,使音乐在舒展中略见跳跃,优美中不失欢快。附点

音符和休止符的运用,增加歌曲的艺术魅力。全曲表现了孩子们对雪花的喜爱

之情,使寒冷的冬天充满了欢乐,从而展示孩子们不畏严寒的勇敢精神。
(五)欣赏《平安夜》(齐唱)

《平安夜》是一首脍炙人口的圣诞歌曲, 拍,一段体。歌曲旋律优美动听,

歌词朴实自然,充满了安静、祥和的气氛。全曲如流水似的行板,一气呵成,在平

稳的进行中又展示了三拍子的强弱起伏。全曲自然天成、不加雕饰,却朗朗上

口,令人印象深刻。歌曲的附点四分音符和附点八分音符用得很多,表现了人们

对幸福生活的向往。
附谱:

平 安 夜
(齐唱)

(六)唱歌《雪花和雨滴》

《雪花和雨滴》是一首 拍,D大调的儿童歌曲。这首儿童歌曲充满了童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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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欢快,教学过程中可以让学生编创歌词。歌曲表现出雪花“沙沙”和小雨“滴
滴答答”的声音。

三、教学建议

本单元建议用4课时完成。

(一)我和雪花齐飞舞

1.在歌表演《堆雪人》时,训练学生的集体表演能力,可分组进行,也可自由

进行,要让每个学生都参与到活动中。在这一环节可以很好地利用低年级学生

喜欢读儿歌的特点,将歌词以儿歌的形式出现,与游戏相结合,按 拍“强弱弱”

的规律,以强拍拍手、弱拍拍腿、读一读歌词的方式,让孩子在“玩”中快速记忆歌

词。注意动作与三拍子的韵律要吻合,表演中要注意愉悦性与合作性的有机

结合。

2.在欣赏歌曲《雪娃娃》时,注意二拍子中休止符的停顿,可用学生集体拍手

的方式解决。要注意歌曲中反复演唱的段落。歌曲旋律活泼、清新、亮丽,在聆

听的过程中,唤起孩子们在平日生活中爱清洁讲卫生的好习惯。
要注意引导学生进入歌曲的意境中,注意创设情景,或以聆听引入,或以谈

话引入,或以“圣诞节”的故事引入,因为一年一度的圣诞节———12月25日,是
许多国家万民同庆的盛大节日。这首歌是在圣诞节前夜唱,是西方人过圣诞节

时会经常听到和唱到的。

3.欣赏管弦乐曲《乘雪橇》时,老师可要求学生闭上眼睛静静聆听,感受乐曲

明朗欢快的情绪,想象美丽雪景中愉快的童年,让孩子们充分想象在漫天飞雪时

候,感受大雪纷飞、寒风刺骨的情境。学生在《乘雪橇》中聆听旋律,选择自己喜

爱的打击乐器来模仿听到的声音。在反复聆听中,跟琴哼唱主题旋律,并在聆听

全曲时辨听主题旋律出现的次数,引导学生逐渐学会欣赏音乐。

4.在歌曲《欢乐的小雪花》教学中,注意体会三拍子强弱感及歌曲抒情优美

的情绪。注意四分休止符的停顿时值,可用学生集体拍手的方式解决。启发学

生想象在冬日里锻炼时的情景。学会歌曲后,让学生用打击乐器为歌曲伴奏,要
突出优美而活泼的特点。

(二)雪花带来冬天的梦

1.欣赏歌曲《平安夜》。
对于二年级的学生来说,在欣赏这样的曲子前有一些铺垫和情境设计更容

易去理解音乐。在欣赏的过程中,可带领学生边聆听边随着音乐简单律动,体会

三拍子的韵律感,也可以跟着音乐轻声哼唱,还可以用碰铃等为其伴奏,让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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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音乐中真正能感受到安详、宁静,激起学生对和平幸福的追求和向往,让学生

融入音乐中,真正享受音乐。

2.《雪花和雨滴》的演唱要重点注意学生对八分音符的把握及音阶上、下行

的准确度,可用舞蹈的形式边唱边跳。在演唱时一定要注意歌曲的连贯性,情景

交融,让学生体会演唱歌曲时,应注意走进歌词的意境,感受歌曲的情感内容。
引导学生通过雪花和雨滴这两个形象,感受冬天和春天。

3.活动《快乐的“化装晚会”》,对学生的要求要符合实际,要采取多种教学方

式,培养学生主动参与活动的意识。教学时老师要精心准备,调动学生的小主人

翁精神,使学生能积极主动地参与。可把这个活动作为一个综合性的表演活动,
这个活动也是对单元内容的一个复习,给学生留有较大的展示空间,能让学生以

多种方式参与音乐实践。让学生各显其能,也可自由组合,充分体现学生之间的

互动。

四、课例

音乐综合课《乘雪橇》

(一)教学课题

欣赏《乘雪橇》。

(二)教学目标

1.欣赏美国作曲家安德森的管弦乐曲《乘雪橇》,感受冬日的人们乘着雪橇

兴高采烈的情景。

2.能简单说出每次主题出现时的情绪变化,能随音乐感受热情的主题旋律。

3.能用人声模仿音乐中的马蹄声及鞭子声,能用串铃、响板、双响筒等打击

乐器为乐曲伴奏。

(三)教学重、难点

1.能感受冬日雪橇飞驰、人欢马叫的热闹情景,体会相同旋律的不同表现手

法在表达音乐上的不同。

2.引导学生用打击乐器参与聆听,初次感受爵士乐的音乐特点。

(四)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钢琴、打击乐器。

(五)教学过程

1.导入

  (1)播放《铃儿响叮当》,在老师的带领下学生用不同节奏型的拍手方式为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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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伴奏,会唱的学生也可以随乐跟唱。
(2)欣赏冬天的图片。出示雪景、雪橇、雪人等图片。

设计意图:创设氛围,从学生熟悉的、感兴趣的音乐作品入手展开教学。

师:正是由于我们生活中有这样诗情画意的情景,画家笔下才有了色彩与空

间,文人笔下才寻找到了文字的影子,摄影家们才会拍下这精彩的一幕。音乐是

最美的语言,音乐家们面对如此美丽的景象,他们又会创作出怎样的旋律呢?
(学生谈感受)

2.初次聆听

(1)听乐曲思考,哪些声音让你感受到乘雪橇的情景?

师:请同学们闭上眼睛,仔细聆听,边听边想画面。听后谈谈乐曲带给你怎

样的感受。
(2)漫天飞舞的雪花中传来了清脆的铃铛声,迎来了一群快乐的小精灵。出

示图片,揭示课题《乘雪橇》,播放乐曲《乘雪橇》。
(3)聆听全曲。(播放课件)

3.分段聆听

老师:乐曲乘雪橇过程中有哪些声音? (马鞭声、马蹄声、铃铛声)
(1)模仿马鞭声,学生跟着音乐尝试着加入甩马鞭的动作。

老师:听,老师是什么时候甩马鞭的。(学生答)

老师:为什么马鞭跟不上雪橇的脚步? 一起找正确答案。(出示图谱)马鞭

在弱拍甩起。
(2)出示乐曲主题旋律。
(3)听辨主题旋律。

老师:听一听主题一共出现了几次,是不是每次都一模一样?
(提示学生从乐器、节奏、力度上思考)

老师:作曲家为什么要对主题做这些变化?

老师引导,请学生想象自己坐在雪橇上的感受并用动作表现出来。每段结

束时师生共同探索表现主题旋律的动作。
(在整首乐曲中这个旋律共出现四次,每次出现都要反复一遍。开始时旋律

轻快,中部的音乐先是同音反复,顿挫的旋律描绘马蹄的哒哒声和扬鞭催马的情

景;继而又以连绵不断、逐层升高的音调表达人们心中酣畅愉快的情感。当第一

部分主题再次出现时,小号吹奏,节奏做切分处理,使乐曲更富有爵士音乐的特

征,气氛也更为热烈。最后,力度不断减弱,仿佛是雪橇载着人们的欢歌笑语奔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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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播放全曲。
学生相互交流,用动作来完整表现乐曲。(照相、交流等)

  设计意图:通过演唱、模仿声音等方式参与音乐聆听,加深对主题旋律的印

象,感知主题的情绪变化,初步理解其在表现要素上的不同。

(5)老师小结。
老师:这节课我们欣赏了《乘雪橇》,通过聆听、歌唱等方式,我们对冬天、雪

橇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虽然现实生活中,我们很难接触到雪橇,但是在音乐声中

我们却体会到了乘雪橇的快乐。

  设计意图:理解音乐这种特殊语言,通过这堂课让学生初步了解爵士乐,感
受多元的音乐文化。

孙敏

五、补充资料

圣诞节———每年的12月25日,是基督教徒纪念耶稣诞生的日子,也是西方

国家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类似于我国的春节。
西方人以红、绿、白三色为圣诞色,圣诞节来临时家家户户都要用圣诞色来

装饰。红色的有圣诞花和圣诞蜡烛。绿色的是圣诞树,它是圣诞节的主要装饰

品,用砍伐来的杉、柏等呈塔形的常青树装饰而成。上面悬挂着五颜六色的彩

灯、礼物和纸花,还放有点燃的圣诞蜡烛。儿童在圣诞夜临睡之前,要在壁炉前

或枕头旁放上一只袜子,等候圣诞老人在他们入睡后把礼物放在袜子里。
每当圣诞节来临时,耳边总能听到《铃儿响叮当》轻松愉快的旋律。1857

年,美国波士顿假日学校的学生在教堂有一场感恩节演出,学生们请邻居皮尔庞

特写了一首新歌,轻快的旋律让孩子们很快就学会了,并成为一首脍炙人口的经

典圣诞歌曲。这就是《铃儿响叮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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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花带来冬天的梦

冬天的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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